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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不便者交通無障礙：檢討我國國際機場/港口無

障礙問題面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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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系法學組 

 

摘要  

 

    本文探討行動不便者在我國國際機場及港口所面臨的無障礙交通問

題，並提出相關改善建議。雖然我國政府與民間單位已開始提供無障礙設

施和服務，仍然存在許多不足之處，影響身心障礙者的出行權益。本文將

聚焦於目前存在的設施缺陷、政府應採取的措施，以及如何在輔具運輸過

程中確保安全和賠償機制。 

 

 

壹、 緒論 

  

   行動不便者，特別是肢體障礙者，與其他人一樣有出行的需求，無論是

旅遊、出差、探訪親友等，搭乘飛機或船隻往往是必需的交通方式。然而

在現實中，這群人往往在出行上面臨許多交通上的障礙，以至於部分肢障

者出行意願低落，更甚者，對獨自出行感到恐懼。本文旨在檢討我國國際

機場和港口在無障礙設施和服務方面的不足，並提出具體的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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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我國國際機場與港口無障礙設施的概況簡述 

 

一、 無障礙設施與服務不足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十六條第二項:「公共設施場所營運

者，不得使身心障礙者無法公平使用設施、設備或享有權利。」在我國，

國際機場和港口雖然有提供無障礙設施，卻常被指出設施不足或不夠友

善。這些問題包括：無障礙通道與電梯數量不足，或距離過遠，導致行動

不便者需要耗費大量時間和體力，並且，機場及港口的服務人員對無障礙

服務的培訓不足，缺乏與身心障礙者的溝通技巧。 

 

二、 現有服務的侷限性 

 

    除了物理設施的缺乏，服務的侷限性也影響了障礙者的出行體驗，例

如:預約無障礙服務的流程繁瑣，導致旅客無法靈活安排出行；又或者機場

與港口的資訊系統無法及時提供身心障礙者所需的無障礙設施位置和使用

指引。 

 

 

參、 實例分析：國內外無障礙設施的實際案例 

 

一、 桃園國際機場的無障礙設施 

桃園國際機場是我國重要的國際航空樞紐，該機場在設計上考慮到了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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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障礙需求，設有無障礙通道、電梯以及專門的無障礙服務櫃台，供行動

不便者預約並查詢無障礙服務。然而，實際上，許多旅客反映機場的無障

礙設施雖然存在，但無法真正解決問題。部分通道距離過遠，對於使用輪

椅或行動不便者而言，這意味著需要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才能到達目的

地。這反映出設施雖然存在，但在規劃上缺乏對行動不便者需求的深入理

解。 

 

二、 高雄港的無障礙服務 

高雄港作為我國最大的海港之一，也在無障礙服務方面做出了努力。

港口設有無障礙坡道和電梯，並配備了專業的無障礙服務人員協助行動不

便者。然而，部分旅客反映導盲磚的設置存在問題，視障旅客在港口內通

行時難以依靠導盲磚的指引。這些問題反映了港口在無障礙設施的設計上

未能充分考慮到使用者的實際需求和使用體驗。 

 

三、 國外無障礙設施的成功經驗 

  國外的許多機場和港口在無障礙設施上有著成功的經驗，例如瑞典的

斯德哥爾摩機場和丹麥的哥本哈根港口。這些設施不僅提供了完善的無障

礙通道和電梯，還設置了語音導航系統，方便視障旅客使用。這些設施不

僅考慮到了行動不便者的需求，還在細節上做了優化，如提供簡化的預約

程序、隨時更新的無障礙資訊以及定期檢查維護設施等。這種全面的無障

礙服務，不僅體現了設施的完善，更強調了服務品質的提升。 

 

肆、 反思與改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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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無障礙設施的完善與合理規劃 

 

    我國的國際機場和港口雖然具備無障礙設施，但實際效果仍有待提

升。首先，在設計階段應更多地考慮行動不便者的實際需求，特別是在通

道距離和無障礙設施位置的規劃上。例如，應縮短無障礙通道與主要區域

（如登機口、檢查站）的距離，並提供更多便捷的無障礙交通工具，如無

障礙接駁車，幫助旅客減少不必要的體力消耗。對於視障旅客應完善導盲

磚系統，並提供語音導航或其他輔助設備，並且加強無障礙設施進行定期

維護，確保其持續有效運作。 

 

二、 增進服務人員的培訓與專業性 

 

    無障礙設施的有效運行不僅依賴於硬體設備的完善，服務人員的專業

培訓同樣重要。無論是在機場還是港口，應加強服務人員的無障礙服務培

訓，使其能夠快速且有效地應對身心障礙者的各類需求。針對視障旅客的

問題，應對導盲磚等設施進行專門設計，並定期測試其是否符合視障人士

的需求，且應要求服務人員能夠為視障及使用輪椅等輔具的旅客提供更多

的實時引導服務。 

 

三、 借鑒國外成功經驗，推動無障礙設施數位化 

 

    瑞典和丹麥等國家的成功經驗表明，無障礙設施的數位化是未來發展

的重要方向。借鑒這些國家的做法，我國應推動無障礙設施與服務的數位

化。例如，機場和港口可開發無障礙設施的導航應用程式，讓旅客能夠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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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手機方便地找到最適合自己的出行路線。此外，應開設簡便的無障礙服

務預約系統，讓旅客能夠在線上快速完成預約和查詢，減少不必要的等待

時間。 

 

 

伍、 輔具運送安全與賠償機制之執行及法律上求償管道 

 

一、 輔具運送過程中的安全保障 

 

    行動輔具對行走不便的身障者來說至關重要，因此，確保輔具在運送

過程中的安全性應是無障礙服務的核心之一。機場和港口應建立專門的輔

具運送渠道，並確保在搬運和儲存過程中對輔具進行適當的保護措施。 

 

二、 輔具於運送過程中損壞的替代措施 

 

    當輔具在運送過程中發生損壞時，應該有明確的替代措施。首先，機

場和港口應提供即時的應急輔具，確保旅客在等待賠償過程中仍能維持基

本的行動能力；其次，應設立完善的賠償申請流程，讓旅客可以迅速得到

輔具損壞的賠償，並且提供臨時替代輔具使用直到損壞的輔具被修復或替

換。此舉可以有效保障的權益，避免因輔具損壞影響其旅行計畫或日常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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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輔具於運送過程中損壞之法律上損害賠償試析 

 

    運送輔具至旅客指定的目的地，為完成一定工作而債務人給付報酬之

行為，係民法六百二十二條以下之承攬運送契約，若於運送中因運送人之

過失導致運送物的毀損，按民法六百三十四條，運送人需負不完全給付之

債務不履行之責，且按同法六百三十八條，可一並請求因此而生的其他損

害。 

 

 

陸、 結論 

    推動國際機場與港口無障礙設施的完善，是保障身障者出行權益的重要

課題。本文透過桃園國際機場與高雄港的實際案例，指出現有設施的不足之

處，並借鑒瑞典與丹麥等國的成功經驗，提出了具體的改善建議。設施的合

理規劃、無障礙服務的數位化，以及服務人員的專業培訓，皆為提升無障礙

交通體驗的關鍵。輔具運送過程中的安全保障與賠償機制亦是不可忽視的一

環。唯有通過全方位的改善措施，才能真正實現無障礙交通的願景，讓行動

不便者享有平等、便捷的出行體驗。 


